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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颈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第二大恶性肿瘤#其发生*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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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)近年来#其与肿瘤的相关性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

注)经过大量研究表明#其作为普遍存在的多功能转录因子#

它可对一些基因发挥中心性转录调节作用#以此在细胞癌变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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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研究表明#宫颈癌淋巴结转移与其分化程度密切相

关#低分化者盆腔淋巴结转移率显著高于高*中分化)在本实

验研究中发现#宫颈癌组织中低分化组
[V1

,

P

<

$4

阳性表达率

高于高*中分化组)有淋巴结转移组
[V1

,

P

<

$4

阳性表达率高

于无淋巴结转移组#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)此结果提示
[V1

,

P

<

$4

与宫颈癌的分化程度及淋巴转移密切相关#并进一步证

实了宫颈癌分化程度与淋巴转移的相关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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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高表达与宫颈癌发生发展存在着

密切的相关性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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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可能会为宫

颈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等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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